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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梦开始的年华，他却遭遇左腿
高位截肢；

21岁，学了一圈手艺，他却成了大集
上唯一的男裁缝；

30岁，攒了第一桶金，他却选择进学

校当学生；
38岁，放弃城里厂长的职务，他却选

择下村办起加工点；
……
这就是“山东好人”赵立立的“独特年

轮”。
左腿截肢、腰椎外伤、右手皮肉被旋

……命运的重创一次次袭来，可赵立立不

屈服，他挺起胸膛往前奔，撸起袖子加油
干，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生育了两个
孩子。今天，他带领数十位农村妇女一起
创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业。
他常说：“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你

也能干。”
今天，让我们走进滨城杨柳雪，听一

听“山东好人”赵立立的故事。

>>>阳光少年遭遇不测，身体心灵被摧毁，两年躲家中，不出门不见人

1994 年，一场意外，让赵
立立遭受了左腿高位截肢和腰
椎外伤……

这个 18岁的少年，原本
意气风发，颇有英雄气，啥都想
试一试、争一争，立志用最短时
间来扭转家境的贫困。

可转眼间，他只能躺在床
上沉睡，当麻醉药劲过去，赵立
立发现：几天来，姐姐在用一团

团卫生纸假装他的左腿。
一个“恨天无把，恨地无

环”的好儿郎，瞬间变作靠家人
照料的二级残障人士。

这命运啊，你为何要开这
种残酷的玩笑？！
“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残缺，

更是身份的巨变。”赵立立喃喃
自语，“马上就要成为这个家庭
顶梁柱，生活却给了我当头一

棒，”他黯然垂下了头，眼神里
写满了迷茫无助。整整两年，他
把自己关在家中，不愿面对外
面的世界。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一个同族的叔叔，像一束

光，逐渐照亮了赵立立的心房。
虽然高一辈，但这叔叔只长他
一岁，一起玩到大。那时，这叔
叔已当教师。每周末，他总要一

趟趟看望赵立立，耐心开导他，
悉心鼓励他，“别人能做到的，
你也一定可以。”

对这样的暖心话，赵立立
一开始满是怀疑：“身体残了，
还能跟别人一样？能成家吗？能
学啥手艺？能挣个啥钱？还能图
个啥？”

但这位族叔，一趟趟地跑，
一遍遍地说，唤醒了赵立立打

小就有的倔强个性：“不试试，
咋知道不行？！”

今天，回首这段往事，赵立
立的眼中盈满泪水。那位叔叔
已意外离世，没能看到今天赵
立立美满的家庭、日益增长的
工厂订单。
“最好的报答，就是好好生

活下去，充满希望。”赵立立说。

>>>炼就一双量体裁衣的“火眼金睛”，成了乡村大集上唯一的男裁缝，还遇见了爱情

站起来，走出去，要干点啥
呢？身躯残疾了，但赵立立头脑
还是很好用。他知道，自己没
有高学历，又不能干重体
力活，最好的出路就
是学手艺。因为大
赵村离着城区
近，他有
不 少

拜师的机会。
一旦下了决心，赵立立就

头也不回地拼命学。
他先是学做糕点，又学过

修理摩托车，也做过木材加工，
虽然最后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
成功，但赵立立没有气馁。

1997 年，他开始学习缝
纫，成了一个乡村男裁缝。

学成后，赵立立开始在乡
村大集上做起了生意，早起赶
集，卖布、量体裁衣，晚上做衣
服。

裁缝，几乎是
与服装同时诞生的
职业。在那个年

份，大集上的裁缝铺非常多，很
壮观。在十几个裁缝摊里，他是
唯一的小伙子。最开始，面对女
同行、群众的眼光，赵立立常常
脸红脖子粗，但一旦坐下干活，
他就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一门
心思琢磨：给顾客带来最心仪
的服装。

因为身体不便，量体裁衣
时颇为不便，赵立立就一遍遍
地练、一点点地观察，最终炼就
了一双“火眼金睛”。仅目测一
下，他就能准确估量出顾客衣
服的尺寸，记住哪些细节要修
改。

渐渐地，他的手艺越来越

好，生意也越做越大。乡亲们赶
大集就说：“去找大赵家的小伙
子，他手艺好！”

那时，赵立立一天最多能
做 15到 20条裤子，每条 3.5
元加工费。他还记得，有一次通
宵达旦，他一口气做了三套西
装，每套 35元加工费。虽然累
到不行，但一天能挣 100 多
元，这远比当初普通市民的工
资要高。那时，附近村民结婚，
新郎新娘的衣裳多是由赵立立
包办的，这让家人很骄傲。乡亲
们对他刮目相看：“原本还寻思
这小伙子咋找个媳妇啊，现在
看人家是真行！”

用裁缝手艺挣来第一桶金
的同时，他还遇到了爱情。

妻子李建英说：“我就是跟
着他学的裁缝。当时也有不少
劝我的，觉得赵立立身体残疾，
不是个好的结婚对
象。但我认准了
他。他有头脑、
有技术，待人
也厚道，我
觉得他一定
行！他比普通
的健全人都要
强！”

>>>学设计，创立新公司，为家庭妇女和残疾乡亲带来致富新门路

过日子不会一帆风顺，总
是问题叠着问题。

进入新世纪，乡村裁缝铺
开始跟不上村民们更挑剔的目
光、更时尚的追求，他们开始要
“跟形势、赶潮流、买牌子”，纷
纷去大超市买品牌服装。

赵立立怎么办？
“去上学！”
2006年，年届而立的赵立

立走进了滨州技术学院特教系
的大门，开始学习服装设计。两
年后，从手艺人变身设计师，他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先后就职

于春烨服饰和华领服饰两家公
司。后来，在诚博服饰公司，他
担任生产厂长，又证明了自己
的管理能力。

攒足了技术、管理经验后，
2014年 3月 12日，赵立立注
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滨州
融达服饰有限公司。公司在无
棣县、滨城区里则街道等地还
设有加工点和包装点。看着自
己的事业日渐壮大，赵立立的
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恩。

他没有忘记，是社会给了
他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因此，他

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竭尽
所能地帮助那些和他有着相似
遭遇的人。

今天，在赵立立的车间，你
会看到许多特殊的员工。她们
中，有居家妇女，有年迈的老
人，还有因病或残疾而失去工
作的人，其中很多人跟随赵立
立创业已十多年。“立立从不会
因为我们做事慢，大声责骂。”
张大娘感慨地说，“他总是那么
耐心，那么细致地指导我们，给
我们最大的关心和帮助。”

如今，赵立立的公司已初

具规模，与滨州愉悦家纺、潍坊
港龙服饰、青岛外贸等生产商
建立了合作，生产手套、化妆
包、游戏颈枕等家纺类产品。员
工们实行计件工资，最多的一
个月可以拿到五千多，年龄大
的在家门口做点简单的包装，
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妻子李建英说：“我们这几
十个姊妹，是一个小工厂，更是
一个大家庭。一个桌子上吃饭，
一台机器上学技术。我们也没
啥大格局、大觉悟，就是想一门
心思干好活，多挣个钱，让孩子

交得
起学费，
让老人看得
起病。”

面对明天，赵
立立展望，想要建设
更高标准、更大规模的
厂房，吸纳更多的人就业。

>>>带头投身志愿服务，尽力为老弱病残提供帮助

在平凡而坎坷的人生中，
赵立立磨练出了闪光的品质。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那颗火热
的公益之心。
“赵立立这孩子，从小就爱

管闲事，爱帮助人。”村支部书
记赵金华回忆。“即使后来腿脚
不便了，他也从未停止过奉献
爱心。我真的打心底佩服这个
年轻人。”

头一次参加志愿活动时，
他就和工人们连日赶工，制作
了上百件红马甲，无偿捐赠给
村委会。这些马甲，保暖透气、
易于清洗，让志愿者们倍感自
豪。寒冬时节，看到村里的公益
岗、环卫工人和志愿者们在坚
守岗位，脸颊和双手冻得通红，
赵立立心疼不已。他从工厂取
来一批手套，又买了口罩，全部

捐赠给村里。
在村里敬老院，常常能看

到赵立立的身影。他自掏腰包，
给老人们做了柔软暖和的床
垫。不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
间，帮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洗
衣服，整理房间，陪他们聊天、
下棋，给他们带去欢乐和温暖。
“这个小伙子真是个大好人
啊！”老人们说起赵立立，满是

感激。
“现在有了一些收入，就更

应该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赵
立立笑着说，“帮助村里发展得
更好，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从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残
疾人，到自食其力，再到为他人
提供就业岗位，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赵立立的心路历程，
令人动容。

2023年，赵立立被推选为
第 141期“山东好人”。
“人活着，就是为了拼搏。”

赵立立说，“残疾人更要努力，
要帮助身边的人一起致富，共
奔小康。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
的荣幸。”

赵立立：从乡村男裁缝到致富带头人

把山东十六地市比作一个班集体，那滨州准是个“三好学生”。这里，有山有河有海有美景；这里，好客好品
好人好地方。尤其是滨州人，仁义厚道，忠诚善良，身边尽是平凡的榜样、温暖的故事。截至目前，滨州入选“中国好人”39
人，入选“山东好人”452人，“滨州好人”648人。您看，耄耋老人赵银亭 30多年义务为烈士守墓。您看，85后的卜海乐结对救助孤弱
等 20余人。为分享这些好故事、学习他们的真精神，我们特开设《聚焦三好滨州·好人滨州》栏目，推出“好人滨州”故事，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记者手记：

微凉的空气中带着春的气
息。3月 13日上午，我们来到了
杨柳雪大赵村，去采访一位不平
凡的普通人———赵立立。他的故
事，宛如一束温暖而坚定的光
芒，照亮了村子的每个角落，也
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赵立立的生活
轨 迹 ，

是一首对逆境的赞歌。他的早年
遭遇，足以让任何人心灰意冷。
但他没有被命运击垮，相反，用
手艺重新定义了“坚强”二字。从
一个闭门不出的少年到乡村男
裁缝，再到成功的企业家，他的
每一步，都凝聚着勤劳汗水和对
命运的不屈。赵立立不仅为自己
找到了生存之道，更为周围人开
辟了致富路，为残疾人、老年人

和居家妇女找到了职业归属和
劳动价值。

采访中，谈及过往，他并不
避讳那些痛苦的回忆。他的眼神
透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对过往
经历的坦然，对未来的期待。他
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
做到。”

诚然。赵立立在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逆境并非绝路，勇敢

面对并尽力而为，就能开创不一
样的人生。

妻子李建英（左）和工友们。 精益求精，是赵立立成功的关键。 厂子面积不算大，但帮助三十多个妇女在家门口挣钱。

夫妻俩走在乡
村致富路上。

小三轮承载大梦想。

赵立立在大车卸货。

赵立立和工友们在车间。

淤


